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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陳俊偉局長、企劃室林秀貞專門委員、中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楊文科局長、王莉娟主任秘書及業推科李瀅科長等一行 6 人於 10 月 22 日赴中國北京

出席 2008 世界科學園區協會亞洲分會暨亞洲科學園區協會聯合年會(2008 IASP-ASPA

Joint Conference)，並於 10 月 25 日轉赴大上海地區拜訪鄰近科學園區。

本年度聯合年會於北京清華科技園舉行，主題為「相聚、分享、創新、發展」

(Gathering, Sharing, Innovating, Developing)。成功大學孔憲法教授代表南科，於分組會議

1：科學園區-資源整合的平台(Parallel Session 1: Science parks–platform of resources

integration)，以「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適應性及創新性發展規劃」(Adap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為題，與與會人士分享南科發展經

驗。此外，南科廠商新世紀光電(LED)代表台灣科學園區，在與中國 HiChina(網路服務)、

韓國 Dentis(牙科植入物)以及日本 OPM Laboratory(製程服務)的力拼下，奪得 2008

ASPA Awards 最佳企業首獎，為台灣代表團增添無限光榮。

推動園區國際化是園區管

理局重點工作之ㄧ，透過參與國

際組織年會活動，與世界各園區

的專家學者交流互動，可吸取到

有效、創新的園區發展策略，而

若能更主動地把握年會論文發

表或優良企業選拔的機會，更是

能提高台灣科學園區的國際能

見度，塑立園區專業優質形象。



2

目錄

壹、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PA)簡介…………………… 3

貳、主辦單位清華科技園(TusPark)簡介 ……………… 3

參、年會議程……………………………………………… 4

肆、論文發表……………………………………………… 6

伍、亞洲科學園區協會園區企業獎(ASPA Award)介紹評

選……………………………………………………… 6

陸、下屆年會主辦單位邀約演說………………………… 8

柒、參觀大上海地區鄰近之科學園區…………………… 8

捌、心得與建議…………………………………………… 10

附件

附件一、大會議程

附件二、參會名人錄



3

壹、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PA)簡介

亞洲科技園協會(Asian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 ASPA)成立於 1997 年，是一個國際

性非政府組織，旨在透過地區間的技術交流和產業合作從而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APSA

在建立亞洲地區科學園區共同體的過程中扮演著「技術交流轉換器」的角色。同時，APSA

也力圖透過技術發展、區域創新以及調和不同地區間的文化問題，從而推動亞洲地區區

域經濟與科技創新的聯合發展。

亞洲科學園區協會目前共有 53 個成員，來自亞洲 15 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園區、大

學、企業、研究機構、地方政府和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員加入。

貳、主辦單位清華科技園(TusPark)簡介

清華科技園地處清華大學的東南角、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核心地帶，聚集了許多著名

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是中國最大、世界少有的智力密集區，同時享有中關村科技園

區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一系列配套優惠政策；園區周邊交通便利，主幹道縱貫四環、

三環直通西直門地鐵站，城市輕軌側沿園區通行。建築面積 69 萬平方公尺，計有 400

家廠商及各類機構進駐，是中國目前唯一的 A類國家大學科技園。清華科技園的管理公

司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陳鴻波(Herbert chen)是 IASP 現在亞太分會主席和

IASP 十二名理事會成員之一。

清華科技園主要業務包含

培育創業企業、高新企業研發、

創新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轉化提

供發展空間，而且提供創新增值

服務，包括商務物業服務、人力

資源服務、資本技術服務、企業

支持服務、信息交流服務等，為

企業與政府、大學、社會等資源

建立多渠道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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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清華科技園，同方、紫光、誠志等科技企業在園區聚集，光碟、CAD、液晶

等國家級工程研究中心在園區進駐， SUN、Schlumberger、P&G、NEC 等跨國公司的研發

機構在園區發展，清華大學科技開發部、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北京清華工業開發研究院

等機構也都在園區設立。

清華科技園充分發揮集群式創新的優勢，形成產學研創新集群：包括企業育成群、

技術研發機構群、高校科技產業群、教育培訓機構群、仲介服務機構群和配套服務機構

群，最終成為創新、創業資源的富集區域，通過「聚集效應」讓優秀的創新、創業人才

聚集於此，形成持續不斷的創新創業能力、輻射發展能力和國際化競爭力。

清華科技園發展沿革：

1993 年，清華大學提出創建清華科技園的構想，並得到教育部和北京市的確認和批准。

1994 年，建立清華科技園發展中心，正式開始建設科技園。

1998 年，12 萬平方公尺的起步區工程完工，園區初具規模。

1999 年，被納入中關村科技園區的總體規劃，予以重點發展支持。

2000 年，57 萬平方公尺的主體園區建設啟動，入園企業達到 200 家。

2001 年，被科技部、教育部確認為首批國家大學科技園之一。

2003 年，被科技部、教育部評定為全國唯一的 A類大學科技園。

2005 年，園區 69 萬平方公尺的建築全部建成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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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會議程

2008.10.22

09:00-22:00 2008 世界科學園區協會亞洲分會暨亞洲科學園區協會聯合年會註冊

2008.10.23

09:00-10:20 開幕式及貴賓演講

10:20-10:40 交流&休息

10:40-12:10 全體會議

12:20-12:35 與會人員合影

12:35-14:00 午餐&交流&休息

14:00-14:50 分組論壇 1：科學園區-資源整台的平台

14:00-14:25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適應性及創新性發展規劃 (Adap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孔憲法教授

14:00-15:10 分組論壇 2：企業網絡-企業聯合的力量

15:10-16:25 分組論壇 3：科學園區的運營模式-社會和經濟效益的討論

15:10-16:25 分組論壇 4：大學型科學園區-地方創新和發展的動力

15:10-15:35 科學園區在科技創新文化培養和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Innovation Systems in Iran and Taiwan and the

Favor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s they Provide for the

Growth of Innovation and Innovative SMEs)：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夏慕梅副研究員

16:25-16:45 交流&休息

16:45-17:15 ASPA 企業獎得獎廠商簡報

17:15-17:50 閉幕式

17:15-17:30 下屆年會主辦單位邀約演說：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顏宗明

局長及夏慕梅副研究員



6

19:00-21:30 年會正式晚宴

19:20-19:50 ASPA 企業獎頒獎典禮

2008.10.24

08:45-11:30 科技參觀 (清華科技園、中關村軟體園、中關村生命科學園)

11:30-13:15 午餐&交流

13:15-18:30 文化之旅

肆、論文發表

ASPA 年會係台灣科學園區推動國際化重要的行銷媒介，年會的參與除了與科學園

區相關的組織單位建立人脈，或是於論文發表議程中，吸收他國的經驗之外，若是能主

動的發表演說，更是展現園區優勢與形塑為園區優質形象的好平台。本次年會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夏慕梅副研究員及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孔憲法教授，分別以「科學園區在科

技創新文化培養和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Innovation Systems in Iran and Taiwan

and the Favor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s they Provide for the Growth of Innovation

and Innovative SMEs)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適應性及創新性發展規劃」 (Adap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為題於會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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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分享台灣園區在產學創新系統及園區發展與定位的經驗。經過此次的交流與互動，

除提升台灣園區在亞洲地區的國際能見度，更是透過此溝通平台，與其他園區建立良好

情誼，藉由推動科技外交之軟性的策略，開創台灣外交新局面。

伍、亞洲科學園區協會園區企業獎(ASPA Award)介紹評選

亞洲科學園區協會獎通過提名和獎勵亞洲科學園區內發展迅速的企業，特別是亞洲

科學園區協會會員機構，來促進廣大企業的發展。該獎項還為入園企業之間建立業務聯

系提供了機會，並通過點評成功案例，向新興的企業介紹亞洲科學園區內入園企業迅速

發展的商業模式。

本獎項由亞洲科學園區協會邀請會員

提供推薦企業名單，由頒獎委員會先行研讀

提名廠商相關資料後，選出 4家得獎廠商

(Excellence Prize)，之後，此 4家廠商須於年

會中再次簡報，評選出首獎廠商(Grand

Prize)，並於年會正式晚宴中接受頒獎。

本年度亞洲科學園區協會園區企業獎得主分別為南科園區廠商新世紀光電(LED)、

中國 HiChina(網路服務)、韓國 Dentis(牙科植入物)，以及日本 OPM Laboratory(製程

服務)等 4 家公司，代表台灣的新世紀光電

由總經理許世弘博士報告，在與其它 3家優

秀的廠商力拼下，奪得 2008 ASPA Awards 園

區企業首獎(Grand Prize)，隨後於年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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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中接受亞洲科學園區協會李鍾玄會長的頒獎，為台灣園區增添無限光榮。

首獎廠商:新世紀光電介紹

新世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GPI) 在 2002 年創建初，注冊資本僅為 4.5 萬美元，員

工 2名，是一家名副其實的新公司。起初，GPI 致力於發展綠色 LED 的，而這類產品無

論在亮度和收益率上都碰到了比典型的比藍色 LEO 更多的困難。然而出色的研發能力和

市場營銷策略使 GPI 在最初 3年的蒙受連續虧損之後，於 2005 年達到盈虧平衡點。在

隨後的 2006 和 2007 年扭虧為盈，每股盈利分別為 3.17 和 4.84。自 2003 年起，復合年

增長率超過 120%，並於 2007 年份首次公開募股。

GPI 在氮化鎵藍、綠光 LED，具備優異磊晶、晶粒研發及量產技術，開發多種規格

之高性能、高品質與低成本之藍、綠光 LED 磊晶圓與晶粒，成功打入台灣、大陸、韓國

市場，具有相當的品牌知名度與市場佔有率；另一方面，由於本身多項的創新專利、加

上嚴密的專利佈局，突破日、美大廠的層層專利障礙，成功打入最不易進入的日本市場。

GPI 創立之初，即聚焦「研發」與「創新」兩大原則，投入相當大的資源進行研發

工作，鼓勵員工積極申請專利，避開侵權之風險，以保證技術之原創性。由於創新策略

奏效，創立迄今不到七年內，個人平均生產力與單位機台生產量、生產值均為業界翹楚，

於新創成立的企業當中極具競爭力。

GPI 從無到有的創業經驗，以創新的經營策略、強大的研發實力，加上靈活的市場

操作，建立一小而美但競爭力超強的發展平台，獲得與會來自中國、台灣、日本、韓國、

泰國、新加坡、伊朗、法國等各國專家學者的肯定，正是各國發展科學園區、高新技術

園區的企業最佳典範。

陸、下屆年會主辦單位邀約演說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於今年 5 月份 ASPA 神奈川理事會中正式獲得明年世界科學園

區協會亞洲分會暨亞洲科學園區協會聯合年會的主辦權，因此，於今年北京年會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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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顏宗明局長應邀向與會來賓介紹年會初步規劃，之後，由夏慕梅副研

究員介紹竹科發展近況及播放台灣觀光簡介影片宣揚台灣之美，期望邀請亞洲地區科學

園區相關單位明年共襄盛舉，參與於新竹舉辦的聯合年會。

竹科顏宗明局長介紹明年年會初步規劃 夏慕梅副研究員介紹台灣之美

柒、參觀大上海地區鄰近之科學園區

蘇州工業園區

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間最大的合作項目，於 1994 年 2 月經國務

院批准設立，同年 5 月實施啟動。行政區劃 288 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區 80 平方

公里，下轄三個鎮，戶籍人口 31 萬。園區的發展目標是：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高科技工業園區和現代化、國際化、資訊化的創新型、生態型新城區。

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一直受

到中國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

親切關懷，中新雙方建立了由兩國副

總理擔任主席的中新聯合協調理事

會。1994 年至今，已先後召開十次聯

合協調理事會、十一次中方理事會，

國務院七次發文，在目標規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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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政策扶持等重大問題上給予直接指導和具體幫助，並明確「凡是符合改革方向的

可在園區先行，一時看不准的也可在園區試行」，為園區創造了「不特有特，比特更特」

的發展環境。

蘇州工業園區堅持走經濟國際化和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IC、TFT-LCD、汽車及航

空零部件等產業已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聚落。該園區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液

晶面板出貨基地和晶片封裝測試基地，晶片產能居全國前三位，目前，積極拓展醫藥和

醫療器材、節能環保技術和設備、高科技營養食品等產業。

目前，該園區發展方向分成下列幾個目標：

一、加快轉型升級，著力打造最具優勢的產業「新高地」：以推進「百十億工程」和「310

工程」為策略，加快培育龍頭型項目、百億級大企業集團，培育出更多創新能力強、

成長速度快、發展潛力好、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旗艦型專案、小巨人企業與上市公

司，積極打造更多規模經濟與新興產業發展新亮點。

二、聚焦科技創新，著力打造最具活力的科技「新矽谷」：以南部科教創新區開發為主

陣地，加快推進「科技跨越計畫」和「科技領軍人才創業工程」，R＆D 投入占 GDP

比重達 5%，聚集各類研發機構超 200 家、高新技術企業 1000 家，高科技產業產值

占工業總產值比重超 70%，爭取建設成為國家級創新基地。

三、加強城市功能，打造最宜人居住的東方「新歐洲」：按照中心城區發展定位，借鑒

歐洲「均衡發展」理念，大力推進金雞湖中央商務區、獨墅湖科教創新區、陽澄湖

生態旅遊度假區功能建設，力爭服務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每年提高 2-3 個百分點，

加快從「世界工廠」向「世界辦公室」角色轉變。

四、加強生態建設，打造最具特色的綠色「新家園」：積極創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

好型生態示範區」，堅持集約發展、清潔發展，更加注重生態建設、水源保護、節

能減排和迴圈經濟發展，爭取 3 年內區域環境品質綜合指數超 98，建成區綠地覆蓋

率達 50%，單位 GDP 能耗、COD 和 SO2 排放量進一步達到並超過國際先進水準。

五、注重和諧發展，打造最具魅力的人間「新天堂」：把「以人為本、關注民生、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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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區鎮聯動、城鄉一體、富民優先」發展導向，加大財

政支出重點向新農村建設、向社會事業、向民生改善傾斜，加快「農村經濟向城市

經濟、農村建設向城市建設、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轉型步伐，不斷增加群眾就業

創業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切實提高社會和諧度和居民幸福指數，讓所有群眾更多地

享受到園區開發建設成果。

通州高新科技產業園

通州高新科技產業園

為江蘇省人民政府首批批

准的省級開發區，屬通州新

城區，亦為長三角最具投資

價值開發區。蘇通大橋通車

後，其商務成本將比上海及

蘇南低很多，值得注意的是

其基礎設施完善（實現區內

道路、供電、供水、排汙、

供熱、管道液化氣、通訊和

土地平整「八通一平」），配套產業齊全，人力資源素質高，園區規劃以機電、電子、汽

配、紡織、新材料、新能源產業為主要方向，重點突出發展高新科技，引導推動「產業

集聚、資源集約、企業集群」發展。

目前計有美國、法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 10 多個國家和香港、臺灣等地區

的 200 多家客商前來投資開工廠，引進境內外資金超過 100 億元。其中產業分佈以電子

機械產業占 30％，家紡產業占 37％，食品加工及配套產業占 20％，

通州的地理環境具有相當的優勢：

一、上海 1 小時緊密都市圈中重要的城市。

二、長三角經濟發展的一匹「黑馬」

三、長三角產業重心北移的窗口程式之ㄧ

四、延江高速、多座跨江大橋建設的直接受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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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上海產業向北轉移的境外資金向北轉移的重要城市

園區規劃有購物、休

閒、文化娛樂等設施，並將

建立園區衛生服務中心、醫

療衛生服務站等等，以提供

園區居民基本的衛生保障，

另外亦設置社區服務中心，

提供家政服務、仲介、諮詢

服務、代客訂票等服務。還

設置有所謂街政管理中心，

包還街道辦事處、社區警務

室、市政、環衛等等部門。

在人力資源環境方面，南通市擁有南通大學、南通職業大學、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

院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等，擁有電子、計算器、生命科學、外貿、投資金融等各類學

科。南通還友電子、化工、雷射、紡織等國家研究所，聚集大量高級科技人才，可以位

園區提供專業性技術人才。

在招商投資部份，通州高新科技產業園亦有多項優惠政策：企業所得稅優惠、企業

增值稅優惠規定、其他稅收優惠等等，管理局的服務政策目標為：健全完善產業發展服

務、進一步完善投資硬體環境要素建設、繼續大力加強投資軟體及環境要素的建設。

通州高新科技產業園為一新的開發區，目前正積極建設及招商中，對於未來的發展

理念是：

一、土地混合緊湊用途的實現

二、開放鄰里空間的創造

三、生產、生活的合諧統一

四、生產生活便捷的開發環境

五、多重經濟價值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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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高新科技產業園期待可以融合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模式，藉此讓二岸產業得以

合作。

捌、心得與建議

歷年年會皆會提出對園區發展策略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想法及研究，今年的年會也不

例外。國際科學園區協會會長(Director-general of IASP)Luis Sanz 先生於全體會議中發表

「園區的演化：未來的科學園區」(The Evolution of Species: The Science Parks of the Future)

演說，引起熱烈迴響。首先，他比較工業區和科學園區的不同，前者是遠離城市、維護

少、不重視環保與土地管理、無人際網路及附加價值服務的一個不注重美觀、使人不愉

快的環境，而科學園區則是一在城市內或半城市(semi urban)、維護好、重視環保及土地

管理、與相關機構維持良好互動關係及提供附加價值服務的優美愉悅的環境。

之後，他繼續闡釋未來科學園區的型式，他表示科學園區應加入生活的元素，搭配

造鎮計畫，振興周邊地區經濟，打造「科學城」(Science City)或是「創新產地」(Innovation

Habitat)；此外，未來的科學園區走向國際化、建立人脈，並積極在學術與產業間取得平

衡，透過知識及科技的轉移，及提供科技領域教職人員更多企業管理之訓練，即達到研

究與市場化並重的目標。Luis Sanz 會長的演講與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相呼應，證明台灣

研發與量產並重，強調「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及配合周邊新市鎮發展的策略

是未來園區的主流。

未來園區的走向及發展近年來在園區相關組織的活動中受到熱烈討論，例如今年 9

月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 IASP 世界科學園區協會年會，在三日的會期中，北卡三角

研究園區（Research Triangle Park, RTP）亦提出一篇探討未來科學園區成功因素及指導

原則，也引起熱烈迴響，這些未來園區不容忽視要素包含：

(1) 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多數成功的科學園區都能從人力資源、市場需求

以及優質區位等組合中找到自己特殊的定位、運用及發展。

(2) 目標聚落(Target Clusters) ：成功的科學園區在考量現有當地及區域的需求、本身的

比較優勢及研發量能等因素後發展高科技聚落，並且逐漸在利基市場成功取得核心

競爭力並且對一個特定目標的產業／活動發展出一個明顯的價值地位。

(3) 研發機構(Institution Building) ：成功的科學園區發展致力於支援機構的發展，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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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實體的基礎建設，例如與大學的連結，企業育成中心以及訓練設施等都是發

展重點。

(4) 階段性策略(Phased Strategy) ：園區獨特的定位引響區內活動的種類，而園區管理者

更是要確立導入這些活動的順序。而園區實體的開發也應該有階段性的策略，使得

基礎建設和設施可以滿足園區廠商的需求。

(5) 合作精神(Collaborative Spirit) ：成功的科學園區為了充分使用可用的資源，便建立

地區、區域以及全球的合作關係，而基礎建設和教育等公共設施及服務，是吸引和

留住高科技人才的關鍵，亦是園區成功的要素。

(6) 企業文化(Business Culture)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認同的文化及獨特的企業營運方

式。在全球化的經濟中，這些差異可以轉變成比較優勢，有時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劣

勢。面對今日高科技的需求、科技發展、創新、競爭以及市場需求，唯有將地區的

比較優勢與國際潮流緊密結合，才能制勝。

(7) 政府支持(Government Support) ：多數國際化的科學園區都有一個共同的成功要素，

就是政府扮演支持企業的角色。例如：政府的影響可以吸引標杆廠商並發展旗艦計

劃等。綜觀各家對於未來科學園區發展的看法，不難看出台灣園區的發展，不管是

「三生一體」、「綠色永續」、「新市鎮科學城」的策略等，皆和未來園區的走向不謀

而合。

藉由此次年會的機會，我們造訪了中國大陸較具規模的科學園區，蘇州工業園區的

「不特有特，比特更特」的發展模式最讓我記憶深刻，這句話最簡單的意旨是雖然不是

特區，但是有特區的優惠條件，而跟特區相比較，卻有著比特區更特別的優惠模式，蘇

州工業園區的發展是以市鎮發展的模式經營，規模龐大，有著讓人驚艷的感受。

在參訪過後，可以明顯感受中國大陸科學園區開發正以躍進式的速度向前邁進，大

陸一直以來學習台灣的科學園區經驗，在這幾年，已經有了一套自己的經營管理模式。

台灣的科學園區雖走在時代的尖端，但一直是其他園區學習對象的我們絕不能因此

自滿，更是應該思考園區發展的下一步，才能持續領導潮流，穩固台灣在發展及建設科

學園區領域中的優勢地位。










































































